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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我带来的这幅‘财富兔’手工

木 版 年 画 ，采 用 泾 县 宣 纸 印 制 ，用

色 明 艳 ，书 画 印 融 一 体 ，传 递 着 对

兔年的吉祥祝愿。”近日，童寿记木

版年画传承人童敏坐在直播台前，

展开特制的“兔元素”年画，一只灵

动可爱的兔子跃然纸上，让人眼前

一亮。

童敏所参加的这场直播是 2023

“赶大集”安徽非遗直播带货活动，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非遗保

护中心等承办。

直播台上，黄山毛峰、太平猴魁、

祁门红茶、六安瓜片格外显眼。这四

大名茶制作技艺项目去年年底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香高味醇、汤色清

透 ”“ 猴 魁 两 头 尖 ，不 散 不 翘 不 卷

边”……直播中，主播绘声绘色地介

绍每种茶的特点和制作技艺。

4 个小时的直播活动中，各式各

样、好看好玩好吃的非遗佳品陆续

亮相。除茶叶项目，还有郑氏烹瀹

技 艺 、滁 菊 制 作 技 艺 、童 寿 记 木 版

年 画 、药 膳 制 作 技 艺 、徽 州 臭 鳜鱼

腌制工艺、荻港香菜制作技艺、水东

蜜 枣 制 作 技 艺 等 30 余 个 体 现 安 徽

地域特色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在直播

中呈现。

“好好看”“很划算”……直播活

动吸引了许多网友互动交流。广大

网友足不出户便可欣赏这些来自安

徽本土的非遗佳品。

“非遗是人类文明的记忆载体，

是蕴藏民族精神的符号基因。”省非

遗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安徽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蕴育了资源丰

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鲜活的非遗技艺不仅是直

播 现 场 的 一 幅 幅 图 片 和 一 件 件 物

品，也是根植在安徽人民心底里的

家乡情结，更是安徽每一座城市不

能忽略的独特风情。

“此次活动用多彩非遗‘点亮’

美好生活，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

活深度交融，展现徽风皖韵独特文

化 魅 力 ，持 续 提 升 安 徽 文 化 影 响

力。”该负责人表示，网上“赶大集”，

在新年之际集中推出非遗佳品，也

能满足年轻群体个性化、多样化的

消费需求，让更多年轻人在观赏、购

买、使用非遗产品的过程中，体会安

徽非遗魅力、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风采。

网上赶“非遗大集”

■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女人备菜，男人掌勺，孩子

在一旁认真地剥葱扒蒜。1 月

21 日，大年三十，在来安县半塔

镇高山村村民相广友家里，一家

人正在准备年夜饭。炸丸子煲

鸡汤的香味，和着欢声笑语从门

窗中飘出。

“这些年，村里一天一个样，

开了工厂，修了光伏电站，还建

了大棚。搭上村里产业发展的

顺风车，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了。”相广友说。

高 山 村 地 处 来 安 县 北 部 。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政策的扶持下，这个昔日村集体

经济一片空白的小村庄变成了

“百万村”，实现华丽转身。

2016 年 至 2017 年 ，该 村 陆

续建设三个村级光伏电站，为村

集 体 带 来 每 年 近 40 万 元 的 收

益；2018 年至 2019 年，7 个蔬菜

大棚建成，脱水蔬菜加工扩建及

配套设施项目落地，为村集体带

来 了 每 年 近 60 万 元 的 收 益 ；

2020 年以来，冷库、烘干房等项

目也陆续落地，到 2022 年，高山

村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已 达 到 153

万元。

一 个 个 好 项 目 ，不 仅 给 村

集 体 增 加 了 收 益 ，也 让 村 民 们

找到了增收致富的门路。脱水

蔬 菜 厂 投 产 后 ，原 来 一 直 在 家

带 孩 子 的 张 大 妈 穿 上 工 作 服 ，

成了一名产业工人。“我每个月

能挣 4000 多元 ，有了稳定的收

入 ，心 里 也 更 有 底 气 了 。”张 大

妈说。

瞅准蔬菜厂大量收购原材

料的商机，相广友承包 40 亩旱

地种起了紫薯：“工厂统一收购，

一亩地产值 3000 多元 ，每年收

入在 10 万元以上。”目前，该村

订单种植面积达 300 余亩，预计

每年可为农户带来 100 余万元

稳定收益。

“村子发展得好不好，最终

还得看村民们有没有过上好日

子 。”高 山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张 在

兵 介 绍 ，为 了 让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挥 更 大 效 益 ，让 全 体 村 民 共 享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成果，村里每

年拿出大量资金用于改善生产

条件。

高山村是一个农业村，以往

每到耕种季节，村民都要自筹费

用挖渠清淤、提水灌溉。村集体

经济发展起来后，村里拿出专项

费用，为村民修筑机耕路、配套

涵管、挖渠清淤。2017 年以来，

陆续打了 85 口机井，帮助村民

发展稻虾共作产业，使每亩地的

产值增加了近 2000 元。

为了让所有村民共享村集

体经济发展成果，该村每年拿出

8 万余元，用于全体村民分红；拿

出 6 万元用于除草、环境卫生整

治、绿化等。

村里的变化让村民们的获得

感不断增强。“生产道路村里修，

提水钱村里给，村里的发展让我

们得了不少实惠。”相广友说。

“百万村”展幸福景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季晨辰

1 月 21 日，大年三十，马鞍

山 金 家 庄 街 道 新 风 社 区 的“ 风

警”队员赵宝弟早早地来到社区

开展日常巡查。

“谢谢你们还记着我，祝你

们新年快乐。”70 多岁的王兴帮

常年独居并患有基础疾病，收到

赵宝弟送来的治疗药物，他乐呵

呵地说。

新风社区是全国文明单位，

由于社区辖区面积大、人员构成

复杂，治理难度较大。2020 年，

该社区启动了“风警巷”为民志

愿服务项目，探索建立“党建引

领、民主议事、项目运作、协同共

治”的社区治理新模式。“风”代

表新风社区，“警”代表民警等执

法力量，“巷”寓意“走街串巷”。

“由社区‘两委’、公安、城管、

物业、志愿者、楼栋长、社区网格

员等组成‘风警’队，建立了微信

‘风警群’，通过整合社会力量，完

善奖励机制、丰富服务内涵，在加

强社区治理、引领文明新风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新风社区党委第

一书记邢春桂介绍，“‘风警’队员

既是治安员、调解员，又是宣传

员、劝导员，他们活动在社区的每

个角落，对毁绿种菜、随地吐痰、

违法停车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制止，并宣传文明礼仪和居民

公约，倡导文明新风尚。”

春节前，与赵宝弟同为“风

警”的杨家山派出所副所长兼社

区民警郭勇，沿着新风路敲门入

户，对社区重点人群、重点区域

进行走访，叮嘱居民注意防冻防

火防电，并送上节日的祝福。“这

几年社区更干净了，邻里间关系

和睦，还有你们这么一支队伍为

我们服务，太好了。”89 岁的徐善

芳老人赞叹道。

“‘风警巷’凝聚多方力量，

弘扬志愿者服务精神，实现了社

区治理由‘粗放式’变‘精细化’，

推进了新时代文明建设。”邢春

桂说。

“风警巷”倡新风尚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王晶

“这几天早上，我和老伙伴们

像往常一样，到村里的健身广场

上锻炼身体。”1 月 25 日，正月初

四，亳州市谯城区大杨镇聂关村

的村民聂广友告诉记者。

聂关村年味正浓，家家门口

贴着春联、挂着灯笼。一大早，村

民们就三三两两来到健身广场，

做健身操、下象棋、打篮球、打乒

乓球。

“ 去 年 以 来 ，我 镇 大 力 开 展

‘快乐健身’暖民心行动，不断改善

健身基础设施，宣传强身健体运动

理念，把运动场搬到了老百姓的家

门口。”大杨镇政府分管负责人王

晨旭说，通过加快“十五分钟健身

圈”建设，完善健身设施，满足了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就近健身需求。

记 者 了 解 到 ，截 至 2022 年

底，大杨镇 14 个村均已完成现有

健身设施的维修、改造和提升，每

天可服务村民健身近千人次，大

大 提 高 了 村 民 的 生 活 品 质 。“ 目

前，我镇共建设体育场地面积 1

万平方米，其中建有 7 个篮球场，

5 个全民健身广场，31 套健身器

材。此外，还同步建成绿色游步

道、智慧跑道、百姓健身房等‘运

动角’，更好地满足了群众多层次

的健身需求。”王晨旭说。

村里健身热

1月 26日，正月

初五，在江苏省盱眙

县，放假回家的石永

林已经着手准备正

月 初 七 返 回 合 肥 。

“这个假期过得很安

心 ，合 肥 不 仅 发 展

快、机会多，还很温

暖。”石永林在电话

中告诉记者。

去年 9月，石永

林来到合肥市重点

局合肥八中运河新

城校区项目部从事

脚 手 架 搭 建 工 作 。

春 节 前 夕 ，接 到 放

假 通 知 ，石 永 林 和

工友们都很开心。

“去年和前年，

不少农民工都有不

能 返 乡 过 年 的 经

历。这次我们主动

停 工 放 假 ，为 的 就

是让农民工都能回

家过个团圆年。”合

肥市重点局相关负

责 人 表 示 ，今 年 合

肥市百余个重点工

程春节期间全部停

工，除了少部分管理

岗位留守值班，其余

人员全部放假，为近两万名农民工回乡团

圆腾出假期。

同时，合肥市重点局和中建四局六公

司项目部也为返乡的农民工准备了别样

的“年货”：春联、大米，以及包含多种防疫

物品的“防疫健康包”。项目部还为职工

安排了现场体检。“我们为农民工进行了

血压、血氧饱和度、肝二项、随机血糖等检

测。返岗后，他们就能看到体检结果了。”

志愿服务人员、护士洪慧告诉记者。

合肥八中运河新城校区项目负责人

周扬告诉记者，停工后，该项目专门进行

了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检查项目工地设

备用电、明火处置等问题。停工期间，每

天安排一名监理人员、两名项目施工管理

人员对工地进行巡逻值守。

“目前 ，已有部分农民工联系我们 ，

准备返程。我们计划正月初七动员吸引

一批工人正式返岗，争取到正月初十实

现满员运转。”周扬表示，节后，将合理调

配工程进度，带动更多农民工投入到项

目 建 设 中 ，确 保 项 目 保 质 保 量 如

期完工。

安
心
返
乡
过
大
年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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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彩莉

“喂，老聂，火车站那边有顾

客想要坐车，你现在在车站附近

吗？”日前，淮北市党员春运保障

服 务 队 志 愿 者 聂 首 峰 接 到 队 员

打来的电话，急匆匆开车赶往火

车站。

近年来，淮北市出租汽车行

业扎实做好春节期间志愿服务保

障工作。今年，淮北市党员春运

保障服务队由王海峰劳模车队、

金牌出租车服务车队、巾帼爱心

服务班等组成。150 名志愿者或

穿梭在淮北市的大街小巷，或驻

守在人流量大的景区等，承担部

分应急保障工作，缓解节日期间

的出行压力。

“每年大年三十早上，我们都

会到车站免费接送一些有困难的

旅客，做的都是分内的小事。”志

愿者王海峰告诉记者。记者了解

到，淮北市党员春运保障服务队

在每年大年三十早上 8 点钟左右

会在车站免费接送返乡人员。“3

年多没有回家了，第一次坐上免

费的出租车，看到师傅专门准备

的手机充电器、瓶装水和抽纸，感

觉心里暖暖的。”乘客雷女士告诉

记者。

在王海峰的影响下，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行列，张

林 就 是 其 中 一 个 。“ 作 为 一 名 党

员 ，我 会 尽 我 所 能 帮 助 他 人 ，在

春 节 期 间 做 好 保 障 服 务 工 作 。”

张林说。

温暖回家路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本报通讯员 于涛

“吃顿热乎饺子，祝大家早日

康复！”正月初一清晨，固镇县中

医院“暖心饺子”进病房活动如期

而至，一碗碗饺子传递着冬日的

温暖。

“朱奶奶，安心休养，过两天

就可以出院啦！”在内一科病区，

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为 80 岁的患

者朱兴平送上热腾腾的饺子。

吃上新年的第一顿饺子，朱

兴平惊喜又感动：“这顿饺子，暖

胃又暖心！感谢医院和志愿者们

的付出。”

“我们联合固镇县雷锋车队，

每年正月初一开展‘暖心饺子’进

病房活动，到今年已是第 6 个年

头。”固镇县中医院党委书记安峰

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让住院病人和家属感受到

传统佳节的热闹和温馨。”

今年正月初一清晨 5点多钟，

50 多名志愿者就在中医院安排的

临时厨房忙碌起来。7 点不到，

600多份水饺就送到了各个病房。

连 续 6 年 ，医 院 和 志 愿 者 们

用热腾腾的水饺，温暖着固镇这

座皖北小城。参加活动的志愿者

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既有“夫妻

档 ”，也有“父子兵 ”。在儿科病

房，固镇县雷锋车队志愿者丁树

辉和儿子丁长河一人捧着托盘、

一人分发饺子，配合默契。

“今 年 是 我 连 续 第 4 年 参 加

暖心活动。去年开始，孩子也加

入进来，在志愿服务中收获着成

长和快乐。”丁树辉说。

饺子暖心田

1 月 27 日，正月初六，芜湖市湾沚区举办 2023 年春季人才户外

大型招聘活动。此次招聘会共有 307 家企业参会，提供 1.2 万余个就

业岗位。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1 月 26 日 ，在 阜 阳 市 科 技

馆，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体验

科普器材“无线充电”。

本报通讯员 卢启建 摄


